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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范扶贫小额信贷的贷款风险
扶贫小额信贷是在脱贫攻坚背景下出台的重要金融扶贫项目，取得了明显的扶贫效果，但也出现

了贷款风险增加的苗头，由此可能引发的债务贫困陷阱和金融系统风险值得警惕。如何防范其贷

款风险成为当前扶贫工作的重要课题。

文｜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童永胜 

POVERTY REDUCTION 扶贫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

年 )》提出，到 2020 年我国扶贫开发的总体

目标是：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

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简称“两

不愁、三保障”。随着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

作的深入推进，“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正

逐步实现，贫困群体基本生存和发展的需求

不断得到满足。如何提高扶贫对象稳定增收

能力、实现贫困群体立足自身脱贫致富，在

扶贫工作中显得更加重要。

精准扶贫贵在精准，针对贫困群体的不

同致贫原因精准施策，缺资金便是其中一种

重要的致贫原因。具有产业发展计划和发展

能力的贫困群体，如果没有一定的初始资金

支持，通过自身发展产业脱贫致富便无法实

现。对于这部分主要缺乏资金的贫困群体，

向其提供扶贫小额信贷便是精准扶贫开出的

一剂良方。2014 年 12 月，《关于创新发展扶

贫小额信贷的指导意见》正式提出扶贫小额

信贷，其政策要点是“5 万元以下、3 年期以

内、免担保免抵押、基准利率放贷、财政贴息、

县建风险补偿金”, 根本任务是激发建档立卡

贫困户内生动力、实现脱贫致富。

扶贫小额信贷实施以来，在帮助贫困户

发展生产、增收脱贫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和

反思的问题，使得扶贫小额信贷的贷款风险

增加，即贫困户可能无法偿还贷款、放贷银

行扶贫小额信贷坏账增加。本文基于在甘肃

省南部某村的调研经历，着重分析目前扶贫

小额信贷的贷款风险问题如何形成，并提出

如何防范扶贫小额信贷贷款风险的政策建议。

扶贫小额信贷贷款风险的形成原因
扶贫小额信贷是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背景下由政府主导设立的金融扶贫工具，作

用于产业扶贫的全过程，使贫困农户有信心、

有能力参与扶贫产业链的分工和受益。扶贫

小额信贷既取得了明显成效，也出现了比普

通信贷产品更多的贷款风险。在防范化解重

大金融风险的中央统一部署下，分析扶贫小

额信贷的贷款风险形成原因对于改进扶贫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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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信贷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申请扶贫小额信贷的贫困户的筛选

不够严格。在甘肃省南部某村调研发现，该

村成功申请扶贫小额信贷的贫困户约占该村

贫困户的 80%，然而同时具有贷款意愿和还款

能力的贫困户却寥寥无几，由此带来的还贷

风险和因债返贫问题令人担忧。扶贫小额信

贷本意是为了给贫困户提供发展产业的初始

资金，使贫困户从产业发展中获利并投入再

生产中，从而实现家庭收入的持续积累。然

而该村没有有效发挥扶贫小额信贷的这一作

用。一方面，该村忽视了贫困户的贷款意愿。

由于该村的扶贫小额信贷是政府全额贴息，

地方干部动员贫困户积极申请“没有使用费

用”的贷款，贫困户由不敢贷款、不想贷款

变为积极贷款、盲目贷款；另一方面，该村

忽视了贫困户的还款能力。发展产业需要一

定的市场风险意识和经营管理能力，贫困户

拿到一笔用于发展生产的大额无息贷款，往

往会用于扩大家庭产业规模和种类，投资的

回报率因人而异、因产业而异。扶贫小额信

贷应重点投向于那些具有就业创业潜质、技

能素质的贫困户，盲目贷款而又没有还款能

力是形成贷款风险的最重要的原因。

二是扶贫小额信贷的资金使用监测不够

深入。2017 年 7 月，《关于创新发展扶贫小

额信贷的指导意见》指出，各银行业金融机

构要将扶贫小额信贷精准用于贫困户发展生

产或能有效带动贫困户致富脱贫的特色优势

产业，不能用于建房、理财、购置家庭用品

等非生产性支出。然而在调研中发现，该村

将扶贫小额信贷资金用于建房、婚嫁等非生

产性支出的情况较为普遍，将用于发展生产

的资金用于非生产性支出，在没有新增收入

的情况下，反而增加了大额负债。当贷款到

期，贫困户唯有借新债补旧债。长此以往，

形成了以债养债的生活惯性，贫困户微薄的

收入都用于支付越来越多的债务利息，使得

因债致贫、因债返贫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落

入“债务贫困陷阱”。

三是贫困户使用扶贫小额信贷资金发

展产业的相关帮扶措施不够丰富。扶贫小额

信贷发挥金融扶贫作用的关键在于贫困户发

展产业获得的收入高于其投入成本，回报越

多，扶贫小额信贷越有效。将扶贫小额信贷

资金放贷给贫困户，仅是其发挥作用的第一

步。但如果只走此一步，扶贫小额信贷的偿

还仍有较高风险，因此贫困户的产业发展还

需相关政府部门和产业经营主体的扶持。调

研发现，部分农户使用扶贫小额信贷资金种

植黄芪、党参等中药材，但由于缺乏相关种

殖技术，种植出的中药材不仅产量较低，而

且品质参差不齐。同时由于缺乏市场销售渠

道，存在地方药材商贩压级压价的情况，使

得中药材收益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的效果不

够明显。部分农户使用扶贫小额信贷资金购

买牛犊扩大养殖规模，但是由于缺乏科学的

养殖和防疫技术，牛犊患病生长缓慢，甚至

出现死亡的情况，导致投资亏损，无法产生

预期收益。

四是贫困户还贷的约束和激励机制不

够完善。扶贫小额信贷是一种借助于产业

扶贫的金融扶贫工具，因而其应当在市场

经济中经受考验、健康成长，过度的风险

转移和政策保护反而可能降低贫困户对于

市场经济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调研发

现，该村贷款到期而无偿还能力的贫困户，

几乎全部办理了贷款展期三年，仍是财政

全额贴息，仍没有和展期的贫困户约定产

业发展计划和还款计划。这种做法为无偿

还能力的贫困户提供了缓冲期，可是因为

缺乏对贫困户还贷的约束和激励机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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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贫困户没有动力去努力创收还贷，展期到

期再展期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贷款风险的问

题只是搁置而没有解决。

防范扶贫小额信贷贷款风险的政策建议
一是严格控制贫困户申请扶贫小额信贷

的标准。尽管扶贫小额信贷应努力提高贷款

满足率，但是仍应以发挥扶贫小额信贷激发

贫困户内生发展动力和能力的作用为前提条

件。差异化对待贫困户的贷款申请是精准扶

贫的内在要求，应针对贫困户的信用等级、

贷款意愿和还贷能力，严格筛选、审慎确认

放贷对象和放贷额度是扶贫小额信贷有效发

挥金融扶贫作用的基础和前提。没有满足这

些条件的贫困户，应拒绝或延缓贷款审批，

防止其落入“债务贫困陷阱”；同时贷款额度

也不应统一为最高额度 5 万元，应针对不同

的产业发展计划审批不同的放贷额度，防止

扶贫小额信贷资金用于非生产性支出。

二是强化扶贫小额信贷资金使用监测。

扶贫小额信贷资金必须用于贫困户产业发

展，不能用于非生产性支出。银行业和地方

政府应当与贷款贫困户共同协商确认贷款资

金使用计划和违约协议，由放贷银行、帮扶

责任人、驻村工作队和村干部等成立联合工

作组，定期及时深入跟踪监测资金使用情况。

当贫困户出现违约使用扶贫小额信贷资金的

情况，出现违约苗头应及时纠正，严重违约

可要求按约定收回部分或全部放贷资金。扶

贫小额信贷不同于一般的市场借贷关系，应

更加关注资金的使用情况和带动作用，通过

资金使用过程监测，可以提高资金的产业助

推效能，最终也可以确保贷款的如期收回，

形成银行业和贫困户的资金借贷良性互动，

提高贫困户长期融资能力。

三是丰富资金放贷后的产业帮扶措施。

资金监测是技术工具，而产业帮扶措施则是

资金监测得以落地实施的重要抓手。贫困户

自身发展产业缺乏经营管理能力和市场风险

意识，需要上述联合工作组给予必要的帮扶

措施，“扶上马”还要“再送一程”。对于使

用资金自己发展产业的贫困户，帮扶措施应

着重于其产业项目选择和种养殖技术培训；

对于使用资金和合作社、企业等经营主体合

作生产的贫困户，应着重于对其合作内容和

权利义务的明晰和确认，从而使贫困户更好

地从产业链发展中受益。任何的帮扶措施都

不应独立运行，金融扶贫和产业扶贫相辅相

成，二者有机结合才能最大化地发挥帮扶措

施的效果。

四是完善扶贫小额信贷资金偿还的约束

和激励机制。部分地区政府部门与放贷银行

建立了风险补偿和分担机制，明确了政府与

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分担比例，意味着即使

贫困户无法偿还贷款，政府财政会帮助贫困

户偿还一部分贷款。在实现全面小康的道路

上，贫困户享受政府支持和优惠政策是合情

合理的，但长期来看，应当将贫困户逐步融

入自由竞争、风险自负的市场经济环境中。

当贫困户无法偿还贷款时，应该有适当的惩

戒措施。当给贫困户办理展期时，应当有一

定的激励措施和约束措施，比如尝试减少部

分贴息、提前还款减免部分利息等措施。《中

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 年 )》指

出，应当加强引导，更新观念，充分发挥贫

困地区、扶贫对象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

扶贫对象的主体地位，提高其自我管理水平

和发展能力，立足自身实现脱贫致富。建立

完善的贫困户还贷约束和激励机制，便是充

分发挥了扶贫对象的主体地位。当贫困户积

极主动发展产业创收还贷，扶贫小额信贷才

真正发挥了其应有的效用。


